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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專專專家家家家對話對話對話對話(一一一一) 

朱建民朱建民朱建民朱建民 

哲學教育的實施對象可以由兒童到成人，因此，針對兒

童有「兒童哲學教育」，針對中學生也有「中學哲學教育」；

以下僅以大學生為對象，來談大學中的哲學教育。其次，大

學中的哲學教育仍可進一步分為：做為通識教育的哲學教

育，以及做為專業教育的哲學教育。二者的實施對象不同，

前者針對哲學系以外的學生，後者針對哲學系本身的學生。 

就做為通識教育的哲學教育而言，它面對兩層問題，一

是大學如何看待通識教育，一是大學如何看待哲學在通識教

育中的地位。依循傳統的看法，大多人會由直覺上肯定哲學

的重要性。在 1984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實施通識課程之前，

綜合大學即以哲學概論或理則學做為共同必修科目。此後，

也有不少大學慣性地率由舊章。在這段期間裡，各個大學多

數得承認通識教育的重要性，也多數會把哲學納入通識課程

之中。但在 1994年大法官釋憲，指出部定必修科目違憲之

後，各校如何規劃校定必修即進入了自主的階段，漸漸地各

校的課程設計也呈現相當多元的面貌。到了今天，以往常見

的哲學概論或理則學愈來愈少出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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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受到西方教育理論的影響，能力的培養開始成為主

流。於是，批判思考這類的課程就取代理則學，而以培養批

判能力為教學目標。另外，常被台灣教育界提到的美國哈佛

大學通識教育，課程設計分為八大領域：美感理解力與詮釋

理解力，文化與信仰，經驗推理與數學推理，倫理推理，生

物系統之科學，物理宇宙之科學，世界各社會，美國與世界。

其實，八大領域有相當多的部分皆與哲學有關。不過，其中

較常被視為哲學教師專長者只有倫理推理。因此，有些學校

也會開設道德推理或倫理學之類的課程。無論是批判思考或

道德推理，對非哲學系的同學來說，可能是他大學修習課程

中唯一的哲學課程。在短短的卅六個小時裡，面對多數不習

慣嚴謹推論的大學生，如何深入淺出，運用具體切近的事例

讓同學接受、理解，進而提升同學的批判能力、推理能力和

反思能力，授課教師都有許多挑戰。 

另一個現實的狀況是，台灣哲學專業的就職出路相常有

限，除了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哲學系之外，最能接納哲學博士

的單位就是各校的通識教育中心了。這些博士都是深入某一

學術領域的專家，在面對非哲學專業的大學生時，必須在通

識課程中克制或調整自己的專家傾向，想方設法讓同學在短

短一學期中有所收獲。如此，往往被迫走向淺化或簡化，以

適應同學的程度。經年累月下來，他們自身的研究和升等都

受到嚴重影響。最令人不忍看到的狀況是，他們不僅在各自

的大學中被專業系所邊緣化，甚至可能會被哲學同道邊緣

化。這種被邊緣化的處境必須受到重視，至少身處哲學系或

研究機構的幸運者要在資源分配或資格審定的情況中，多予

協助與肯定。不能忘掉，他們在各校擴散哲學教育，有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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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功勞，哲學不能永遠關在哲學系的院牆之內。 

接下來，就做為專業教育的哲學教育而言，面對的問題

就更多了。在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史上，從來沒有一個時期

是像今天這麼強調學生的就業能力。或許是由於經濟環境不

佳，社會未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，於是反過來要求大學生

出了校門就能在職場發揮生產力。這種氛圍對整個高等教育

的發展極為不利，對哲學系而言，當然更是雪上加霜了。大

學原本就不該被視為職業養成所，高等教育有其長遠的目

標，以提升人的整體素質以及社會整體水準為旨趣，而非只

是被動地即時地滿足社會的工作需求。但是，在今天的情勢

下，哲學系同樣被要求填報畢業生出路調查表。除非等到台

灣經濟環境改變，否則，這種困難很難消解。 

在就業考量加重的氛圍下，立志報考或堅持就讀哲學系

的人數勢必減少，若是再加上少子女化的因素，台灣目前十

餘所哲學系的前景確實挑戰重重。現階段研究所招生缺額的

現象愈趨嚴重，大學部雖然出現缺額狀況不多，但是也出現

報到率降低、轉學和轉系增加的狀況。當然，就哲學專業教

育而言，入學者未必有興趣，有興趣者未必有能力，並非今

天才有的現象，但是今天面臨的嚴重程度卻是更高的。對不

少哲學系來說，坐在課堂裡的數十位學生，可能只有少數幾

位有機會以哲學為其日後的專業。如此，早年用來培養專業

哲學家的課程設計是否要修改呢？哲學系在大學部的教學

中，要堅持專業養成教育，還是要配合大多數學生的程度及

日後的生涯？當然，凡事都非截然二分的，有時只是程度之

別。但是，程度上造成的矛盾還是在教學現場造成困擾。於

是，我們看到，有的哲學系想出雙軌課程設計的概念，以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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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不同學生的發展需求。 

除了上述現實問題之外，更值得我們關心的根本問題

是，哲學系的課程設計以及教授內容與方式是否有待調整。

回顧歷史，課程架構、內容與教學方式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都

有重大改變。印刷術出現，知識傳播和教學形態因而有重大

改變。在今天網際網路的時代，知識的傳播、獲取方式改變，

大學亦應有所因應。舉例來說，哲學史在傳統哲學系的課程

一向占有頗高比重，教師依照年代一家一派地講述介紹。同

樣，形上學和倫理學也是一家一派地講述介紹。其實，我們

可以反思，從課本第一頁講到最後一頁，從歷史最古講到最

近，從中國講到西洋和印度，這樣全面知識的介紹是否就能

掌握哲學的精髓。今天有不少學科已經逐漸轉向主題式或問

題導向的教學方法，也有一些大學強調教師應由講述者轉變

成引導者，或是由講員變成教練。這些教學改變並非一意求

新，而是為了找尋更有效、更切實的教學方法，並結合既有

的網路資源和學習技巧。或許，我們很難在大環境下改變世

人對哲學的錯誤期待，也很難要求年輕人抗拒社會壓力而堅

持哲學追求。但是，從根本上精進我們的哲學教學，讓學生

更容易有效學習、累積實力，永遠是我們能夠操之在我的，

也是我們應該做的。 


